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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馥洁，男，生于 1940年 11月，陕西省富平
县人。1964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哲学系，曾
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 西北政法学院
政治理论系。现任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校学
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
长、博士生导师。兼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名誉主席；陕西省哲学学会名誉会长、陕西省价
值哲学学会名誉会长、陕西省大学生人文素质教
育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陕西省老子研究会副会
长、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实学研
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价值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中
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大陆学
术顾问等职。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兼）、多所高校兼职教授。曾任西北政
法学院党委副书记、第八届陕西省政协委员。

赵馥洁教授长期在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赵馥洁教授开拓性地研究了中国传统哲学
价值论，建构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理论体系
和演变历史，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是我国著名的价值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专家。

赵馥洁教授1992年被评为享受中国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5年被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事部、司法部联合授予“全国司法行政系统
英雄模范”称号，2004年被授予“全国师德先进
个人”、“陕西省师德标兵”称号，2010年被授予

“首届陕西省社科名家”称号。

编者按：我校资深教授赵馥洁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开拓性地研究
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建构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理论
体系和演变历史。数十年来跋涉在研究与教学之路上，山高
不阻其志，涧深不断其行，呕心沥血的付出，收获了研究领域
的累累硕果，同时也培育了大批优秀的接班人。在赵馥洁教
授从教五十年之际，怀着对赵老师的崇敬，同时也怀着对师道
传承的使命与担当，各位老师纷纷撰写文章，表达对恩师的祝
福与感恩。

《礼记·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
后民知敬学。”郑玄注：“严，尊敬也，尊师重道焉。”弘扬师道，传承师
教既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今学人的历史使命。正值业师
赵馥洁先生从教五十周年之际，怀着对老师的崇敬与感恩，同时也怀
着对师道传承的使命与担当，撰写此文，然学浅文陋，虽诚惶诚恐，也
是管窥一斑。

先生从不以“大师”自居，而常以“学人”自谓，但他身上却有老一辈
学者的学术使命感和高尚道德情操。先生一生钻研中国传统文化逾半
个春秋、孜孜以求，笔耕不辍。一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填补了中国
哲学史研究中长期忽视价值论的空白。古稀之年，依然把弘扬关学精
神、探索关学哲理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正如他在《关学精神论》专著
后记中写到，“探索关学深邃哲理，弘扬关学优秀精神，对于我这个生于
关中、居于关中的学人来说，是热爱也是敬仰，是乡情更是责任。”对先
生来讲，学术就是他的生命，他之所以研究、写作，就是他生命中有独特
的感悟，生命不止，学术不止。先生正是凭着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一
往情深、凭着作为学者深沉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才取得学术上卓越

的成就。
先生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师”者。作为一个学者，它硕果累

累，名扬天下学术；作为“师”者，且不说他对教育和学生那份深沉的挚
爱，桃李满天下的骄傲和自豪，就凭先生对教育本质的那份独到理解和
践行，也值得后辈学者思考和传承。

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化人、成人、立人”。他说：“教育的宗旨
是化人，其意义是使人的生命发光。”教育是养成人的第二天性，祛除人
性的黑暗和愚昧无知的过程。他还认为大学之道是“成人”之道。他
说“大学是培养‘大人’的场所。这里的‘大人’不是指‘伟大人物’，更
不是指权贵人物，而是指伟大人格。伟大人格是顶天立地的人，是对人
生意义和价值有所自觉的人，是对民族振兴和人们幸福有所担当的人，
是对人类命运和前途有所关怀的人。因此，先生一直把人格教育作为
大学教育的根本宗旨。

《后汉记·灵帝纪上》云：“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经师”是指
教授经典、传授学术的老师；“人师”是指教人如何做人的师表。先生
既是“经师”，更是“人师”。他非常注重学者的学术使命和责任担当，
推崇张载济世安民的精神，在我们中国哲学史的学习过程中，《张子
正蒙》中《大心篇》《诚明篇》《西铭篇》等都是先生重点讲解、讨论的内
容。先生一生“学不厌、诲不倦”，对待学生从不疾言厉色，总是和风
细雨，但是出现学生失德、品性不端的问题，先生还是非常严厉和痛
心的。先生常常鼓励学生要多读书，认为读书可以砥砺品节，提高人
的精神追求。先生从不以功名成败论英雄，但也鼓励学生要多做事，
培养学生去创立能够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事业。先生常常教导学生
要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情。在先生的身上，既有道家“淡泊以
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出世情怀，也有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的入世精神。

对于教学，先生一直主张“不教之教”，也就是启发式教学。先生
虽然学养深厚，识见卓越，但却从不采取灌输的方式，而是循循善诱，启
发学生自主思维。只要学生能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还每每赞许
有加。先生非常注重身教，认为教学活动应该言教与身教相结合，以身
教为主。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呈现人格的过程，教师不能只停留
在对外在知识的掌握，要把它内化为自身的思想、精神、人格，要转知成
慧。也就是说要把知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融化为人生。他说：“再渊
博的知识传授者也只是一个知识‘贩子’，而在浅薄的知识思想者也是
一个知识‘主人’。”先生还非常注重教学上的艺术感染力，认为它不仅
是以“情”动人，而且是以“文”化人、以“慧”启人，以“德”服人的融合过
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师道同化”、“师生互动”的理想教学境界。
先生不仅如是说，也如是做。每每我们几个先生当年的弟子回想先生
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日子，都一致认为那真是此生最幸福、最难忘
的时光。师生环桌而坐，时而读读、时而议议、时而讲讲，“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常常不知不觉晌午将至，我们该下课了！尽管如此，先生还
常觉不满足，他曾引用《学记》里“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来概述
自己在现实教学中的“困窘”：即理想与现实、心志与能力、动机追求与
理想效果、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等之间总难符合之困。并提出尽管现
实成效上不能“得乎其上”，主观追求上依然要“取法乎上”原则来勉励
自身。这“四困”包涵先生对学生的无限期许，也包涵先生对教育、对学
生深沉之爱的终极关怀。

先生对弟子的教育，不仅在课堂上，还贯穿到我们生活、乃至人生
当中去。先生常教导我们做人要做“大”写的人，要“真”、要“诚”、要有

“仁爱”之心。他认为为师者，要“智如泉涌，行要表仪”。他以身为率，
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在我们这些弟子的心里，
先生如灯塔般，为我们提供学问坐标系、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

“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用在先生身上再恰当不过了。先生不仅在品格
上引导、培养学生，也在生活的艺术上指导、提点我们。先生常说，做人
一定要学会闹中取静、忙里偷闲、苦中作乐，他常用“玩味”一词，让我
们好好去生活中体味这“三句教”的涵义。先生说，体味好了，生活就从
容了，就有诗意了。这些年，当我们这些学生各自奔波生活，忙碌名利
时，才真真体会老师这“三句教”是何等先知先觉。

对于学术研究，先生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先生平生非常主
张按照学术规范老老实实做学问，反对大而不当、大而空的东西，主张
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序。先生对学术研究的这些要
求和训练，时至今日，我每每有成果出来，都会诚惶诚恐，反思斟酌先生
的这些要求我是否做到了。在指导后学的论文时，也不知不觉以此为

“矩”，也更加体会这些学术规范对初学者是何等重要。
我们敬仰先生、爱戴先生，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成果、教育思想，更在

于他那份“坐拥书城且自豪”的文化眷恋以及“反锁柴门藐世尘”的学者
风骨。2008 年，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女士在就职典礼上说：“一
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
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必须对永恒做出承诺。”她
高屋建瓴的描画出一所一流的大学精神应该是：反抗功利、拒绝媚俗。
当其他学者汲汲于功名，戚戚于卑位之时，先生却能放下“俗谛之桎
梏”，心无旁骛潜心学问。先生常说：“学问乃寂寞之道，著书属寂寞
之业。”告诫学生做学问必须平心静气，独立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
究，不能去凑热闹，更不能去出风头，也不能随意跟潮流，要克服浮躁

之气。他还专门撰写《学风十戒》来规戒学生，要戒
满、戒骄、戒惰、戒浮、戒躁、戒急、戒粗、戒袭、戒奇、
戒名。先生常常自谦地说：“平生治学，创获无多；多
年著述，乏善可陈，唯有一点，差可自许，聊以自慰，
曰：耐得寂寞。”这句话既是先生多年治学之心得，也
是先生治学之修为和境界。先生认为，“寂寞之道”
贵在养心，首先要静心，“静而后能思”，先生书斋名
为“静致斋”，也许就取有此意吧！其次要平心，就是
平常心，超越名利之心，先生认为，平心是治学的关
键，名利心太重，就会急、会躁、会浮。所以先生常常
告诫我们一定要“寡欲”，先生曾说，先秦诸子中影响
较大的儒墨道法都提出了“寡欲”，“寡欲人生终少
累”。第三，要乐心，在先生看来，乐心是治学的最高
境界，也是处世的最高境界。乐在其中，自得其乐。

“平生无意英雄业，乐在书林占一枝”也许就是先生自
身治学境界的真实写照吧。

先生是一个仁者，智者，也是一个人情通达的行
者。受教几年，聆听先生谈的最多的是人性，强调最
多的是做人。人情通达才会人际融通，人际融通才会
幸福快乐！治学贵以知心，处世贵以知性。先生认
为，哲学应引导人们把真理、价值、德行三个环节相贯
通，即用真理指导价值，以价值体现真理；把价值化为
德行，以德行承载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继道成
性，以性载道”的人生境界。先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逾半个春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早以内化为先生立
身处世的行为准则、读书治学的价值旨趣并凝聚成先
生个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

我的恩师赵馥洁先生从教已五十年了。半个世纪
里，赵先生不仅在学术上硕果累累，成就卓著，而且在
长期的教学实践与思考中形成了以人文主义为红线，
以育人观、大学观、教学观、教师观和治学观为核心内
容的教育思想体系。遗憾的是，虽然学界对先生的学
术思想多有瞩目，但对其教育思想却鲜有关注。鉴于
此，我想从学生的立场，且从育人观、大学观两个方面
对先生的教育思想试作探讨，以作为对恩师从教五十
年的祝贺。

一、“立人成人”的育人观

半个世纪以来，赵馥洁先生以整幅生命从事教
育、体贴育人之道，逐渐形成了虽流自个体生命体验
和反思却又通达于人类教育活动之精神与通性的人
本教育理念。

首先，赵馥洁先生特别强调教育理念自觉的重要
性。他认为，教育理念不仅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之
道”，而且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根本信念和行为原
则。他讲：“从事教育，包括教学工作、课堂教学、教学
研究、教学管理等等，其中一个根本思想是对教育的
理解，是形成一个自觉的教育理念。”五十年来，赵先
生始终坚持并提倡“人本”教育理念。自上世纪 80 年
代一来，他就在《人本理念、人师风范与人文精神论
纲》《大学之道与大人之学》《敬畏大学——关于大学
理念的思考》《我们应该树立什么大学理念》《中国古
代“智”力培养论》《教师的职业精神与教学理念》等文
章中阐发他对教育的本质、宗旨、意义和特点等问题
的深刻体会，形成了系统的人本教育理念。

其次，赵先生坚信教育的宗旨是“成人”，而不仅
仅是成才。在他看来，无论教育对象，还是教育活动
的手段、方法、过程和终极目标都指向人，以人为中
心，以人为本，所以教育之本在于培养人格而不局限
于造就人才。以人为本旨在把人化育为真正的、全面
的、完美的“大人”即具有伟大人格的人，也就是“顶天
立地的人，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有所自觉的人，是对民
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勇于担当的人，是对人类命运和前
途热切关怀的人，总之，是有人的良知、人的德性、人的
精神、人的主体性的真正的人”；造就人才则重在把人
锻造成掌握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能之片面的、单向的、平
面的某种人。有见于传统儒家要使人“才全德备”、“粹
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的育人观念、现代国学大师王国
维所倡“使人成为完全的人物而已”之教育宗旨和西方
教育家夸美纽斯所谓“只有受过一种合适的教育之后，
人才能成为一个人”之言，赵先生相信，这种“成人”育
人观是人类教育思想在终极关怀上的共识。

再次，赵先生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是“修道”，即人
“在宇宙法则、人性法则、治世法则、人生法则的统合”
中体认人生的价值原则并掌握自己的人生道路。他
认为，所谓“修道”，就是教师要通过内化知识而转识
成智，并矢志于“经师”与“人师”合一的境界以“传
道”；学生则要以“志於道”的坚定志向、“忧道不忧贫”
的忧患意识、“人能弘道”的弘毅精神、“行天下之大
道”的远大抱负来“学道”。因此，“修道的过程即是养
成人性、实现价值的过程，而且，修道的内容就是为人
提供一种人生价值原则，让学生掌握人生价值原则，

从而自觉实现人性的优化和人的价值升华”。
此外，赵先生指出教育的重大意义在于“立心”、

“立本”与“立命”。他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立
场出发，认为既然人是“天地之心”，人才乃“国家之
本”，而每个人又被其性格所决定，从而“性格就是命
运”，因此，所谓人本教育就不仅仅是通过优化学生性
格实现“立命”价值，而且还要实现为国家“立本”、为
天地“立心”的价值。这也就彰显了教育本身所承载
的立人成人、安邦兴国、培育民族精神、传承人类文明
的伟大使命。由此可见，教育原是天地间头等大事。

最后，赵先生又剖析了教育本身的“主体间性”、
“困难性”、“复杂性”等特点。所谓“主体间性”是由于
教育者、教育对象都是人，从而使教育活动始终在不
同教育者之间、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不同教育对
象之间乃至管理者与师生之间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中
展开和落实。而“人不是物，人是有主体性的存在者，
是有意识有意志有情感的‘万物之灵’”，这就相应使
教育工作具有了特殊的“困难性”、“复杂性”。当然也
有系统性、长期性。

按照这种人本育人观，教育不仅仅要传授知识、
培养才能以造就人才，而且更要以养成人格、培养“大
人”为终极关怀。这是大学之道的真谛。

二、“四位一体”的大学观

作为大学教育工作者，赵馥洁先生认为大学理念
对一所大学非常重要。可以说，“大学理念是大学精
神的核心，是引导和团结学校广大师生和全体工作人
员的灵魂，同时它又是学校一切活动应体现的根本精
神，应达到的最高境界。因而，大学理念也成为评价
一所大学有无特色、办得如何的最高价值尺度。”而他
则从“立人成人”的人本教育理念出发，对大学的实
质、功能和办学理念等问题，亦即“关于大学是什么和
大学如何办”的思想观念不断地进行深刻而系统的思
考和体认，形成了本质上知识园地、精神家园、智慧灯
塔、思想熔炉“四位一体”和功能上培养人才、研究学
术、服务社会、交流文化“四位一体”以及办学“取法乎
上”的大学理念。

首先，赵先生以深切的人文情怀和忧患意识剖析
了关于大学理念的偏见及其流弊。他认为，近现代尤
其 80 年代以来，人们对大学的实质和功能抱持种种偏
见或妄见。其中，以“传授知识，培养人才”为大学宗
旨的观念虽有合理性且影响最广，但毕竟失之于片
面、肤浅和盲目。加之工具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功利
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泛滥和浮躁风气
蔓延，更有视大学为“职业技能训练所、升官发财的策
源地、积累争名夺利资
本的培训班、争权夺利
的竞技场”等妄论。长
期以来，以此扭曲变异
的大学理念引领大学
教 育 ，不 仅 使 大 学 生

“文化素质、人文素质、
人格陶冶的弱化”而不
能全面发展，而且使大
学面临着“丧魂落魄”
的危机：“大学精神的
萎缩衰弱、大学灵魂的
退化失落、大学生活的
平庸低俗、大学形象的
轻浮媚俗”。

进 而 ，赵 先 生 在
“至上性、极致性、顶峰
性”的制高点上提出了
自己对大学本质和功
能 的 体 认 。 他 认 为 ，

“认识大学这一高等学
府的实质要从社会教
育的最高程度、人类精
神培育的最高层次上
去认识”，从而使人类
知识、智慧、品质、精神
在大学具有至高位置

和至上价值。这样，真正的大学应该具备四大品格：
“传承文明和创造文明的知识园地”、“高扬人文精神
和人类理想的精神家园”、“唤醒良知、养成人格、引导
杜会的智慧灯塔”、“思想独立、精神自由的思想熔
炉”。也只有这种大学，才能在知识、学问与文化、文
明的会通中成为“科学发展的火车头”、“文化、文明传
承、创新的策源地”；在人文与科技、事实与价值、传统
与现代、现实与理想、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合中成为

“用人文精神和人类理想提升人、美化人的精神家
园”；在知识与思想、技能与智慧、情感与理性、人才与
人格、个体与社会的融通中成为“社会良知的大本
营”；在协作与独立、继承与创新、同情与批判、规范与
自由的统一中成为“新知识、新思想的熔炉”以及“时
代的代言人、公众的眼睛和社会的良心。依赵先生之
见，根据当今世界教育全民化、终身化、民主化、信息
化的发展趋势，任何一所大学在功能上都“应该是以
培养人才、研究学术、服务社会和交流文化四念并重，
四位一体”。

与此相应，赵先生主张“取法乎上”的办学理念，
即“以著名甚至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为尺度处理一
系列办学中的关系和问题”。他指出，只要深刻理解
并充分发挥“取法乎上”这一“精神优势战略、精神激
励逻辑、思想激活机制”，就能使大学在良性发展中保
持崇高而神圣的品格，且对个人、民族、社会、国家乃
至人类的发挥巨大功能。而针对中国现代大学日益
知识化、专业化、工具化、功利化、数量化等诸端流弊，
他尤其强调在大学精神培育上“既要培育科学精神，
更要强化、提升人文精神”。所以，赵先生一贯提倡和
坚持“人文素质教育”。他认为，在一个完整的个体生
命结构中，素质远比知识和能力构成的智能结构“更
内在、更稳定、更根本，和人本身有着内在统一”。若
辩之于体用、道术之间，素质即体或道，而智能结构则
为用或术。由此以观，大学之道即在提高人的素质。
如他所言：“大学教育必须以养成素质、提高素质为最
高宗旨和终极关怀。”

总言之，“立人成人”的育人观是赵先生教育思想
的核心。其中饱含着先生对中国现代教育的体察与
期待，乃至对人类教育的终极关怀。五十年来，赵先
生也以自己的教育实践努力体现着“四位一体”的大
学观、“转识成智”的教学观、“学为人师”的教师观和

“求实创新”的治学观。苏格拉底曾称赞伊索格拉底
“其人有哲学”；现代诗哲方东美先生说“中国哲学里
有人”。作为学生，我深切地感受到赵馥洁先生不仅
教育和哲学里有人有生命，而且其人其生命里亦有教
育、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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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伟一行看望慰问赵馥洁先生


